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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乡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进行园林规划建设的应用

魏 涛 张 玮

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山东 潍坊 262700

摘 要：一个地方的发展，主要在于把人口吸引留在这个地方，能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能为外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吸引人们能够留下来，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

展。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是留住人口。以山东寿光市为例，寿光市现有户籍人口110万，常住人口117万，寿光市不仅

仅有着全国有名的蔬菜产业，还有着后劲十足畜牧、粮食、渔盐产业。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到“寿光模式”。产业的

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寿光市居住生活，特别是近几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缓慢，2020年年底仅为62.63%，远低

于潍坊市的64.1%，让越来越多的人口留在寿光农村生产生活，不仅仅使得原来的农民收入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城乡

融合发展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均衡更使得周边的环境越来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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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

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从2018年开始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以来，扭转了农村长期以来

存在的脏乱差局面，村庄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有序，

农民群众环境卫生观念发生可喜变化、生活质量普遍提

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与农业农

村现代化要求和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差距。

2021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

2025年）》，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要求：坚

持立足农村，突出乡土特色。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体现

乡村特点，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

愁。坚持农业农村联动、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利用。到2025年，

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

进步，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方案》在第五条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中提出：要

改善村庄公共环境。全面清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整

治残垣断壁，通过集约利用村庄内部闲置土地等方式扩

大村庄公共空间。要推进乡村绿化美化。突出保护乡村

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植被、古树名木等，因地制

宜开展荒山荒地荒滩绿化，加强农田（牧场）防护林建

设和修复。通过农村“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

旁）植树推进村庄绿化，充分利用荒地、废弃地、边角

地等开展村庄小微公园和公共绿地建设。要加强乡村风

貌引导。大力推进村庄整治和庭院整治，编制村容村貌

提升导则，优化村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村庄形态

与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相得益彰。加强村庄风貌引导，

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弘扬优秀农耕文化。这都为

景观设计者结合自己的设计理念与农村建设有机结合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为“留住”乡愁留足了空间，甚至可

以说为实现自己梦中的伊甸园增加了很多可创造的条

件。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人们留下来
[1]。

近年来，各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建设因国家的重视，

在乡村风景园林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是，乡村景

观项目的建设未达到预期要求，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未结合乡村当地的风貌人文，大量的应用冷季型草坪

和高档苗木、加上部分雕塑，后期管理不到位后，造成

景观碎块化，与传统的自然景观无法平稳衔接，造成断

层；二是乡村景观设计不合理，缺乏整体统一的规划，

用地破碎性和不连续性破坏了传统的自然效果；三是盲

目提升乡村景观效果，没有从实际出发，影响当地原有

的乡土文化传承，生态系统平衡遭到破坏，通过大拆大

建来凸显景观的观赏性与规模性，未认识到城市园林与

乡村园林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四是景观项目建设操之

过急，未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与保护传承进行有效衔

接，导致其景观项目建设脱离当地的风俗传统，失去应

有的价值与作用；五是出题式景观脱离现实，近几年的

各类特色小镇建设，景观即围绕项目的题目建设，偏离

当地气候人文条件，国家对特色小镇加大规范或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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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力退出后，名称一改，景观既显得不伦不类[2]。

“乡愁”出现的历史特点

凯文.林奇（ ）认为“乡愁”“就是一个

地方的场所感，能使人区别地方与地方的差异，能唤起

对一个地方的回忆”，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

特别是远离家乡的人们对记忆中的一段美好回忆，它传

达的是一种异于他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失去历史文化

的乡村景观仿佛失去了灵魂，无论将多么艳丽多彩的颜

色或者纷繁复杂的手法应用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当中，

都是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把农村曾经比较有代表性的

东西融入到景观设计中去，比如把猪槽变成小花坛，酿

酒的陶罐砌成墙等，或把原来的农村常用的工具、如磨

盘、小推车等做成小景观等等，让长期离家的人找回曾

经的记忆。

但是对于居住在原来村中的人，他们也有乡愁，不过

这个愁，因为交通不便或缺少公共服务，成了发愁的愁，

因此不能将保护开发理解成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在乡村

景观设计中，不能把一些设计让让村民的生活变得不便。

比如在设计时把一条大路改造成步行道，家里有车的村民

会觉得不方便，这都背离了景为人服务的初衷。

在将乡村景观融入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当中时，务

必将历史文化同步融入其中。在规划设计时，可以同样

采用借景手法，将乡村景观中的部分场景直接应用其

中，通过在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中铺设一条道路将二者

相连，在道路的尽头是真实的乡村景观原始面貌，比如

耕地、房屋、稻田等，保护了乡村景观的历史特点，同

时让田园化风景更加立体化、形象化地呈现在人们眼

前，以此充分体现乡村文化[3]。

加大建设乡村园林力度

乡村园林的建设关系乡村环境的提升，在乡村园林

打造中主要涉及元素、空间的运用，其中包含生活景

观、生产景观以及自然景观等，在延续乡村历史文脉的

同时，可以提取与乡村园林景观特点相符的造景元素，

保证其运用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融合成有机整体，以此来

提升人的感受。同时，在乡村环境营造中，要多一些对

传统和历史的敬畏感，将空间形态和自然形态有效结合

可以提升乡村景观的整体感观，不能仅仅使之成为空洞

的空间符号，要让地域风貌和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同时，乡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会随着环境变迁

和人类活动而产生不同的变化，昔日的生存方式成了今

天的乡愁，当前的建设行为同样也会影响未来的感知，

因此设计行为既要留存你是情感，也要兼顾未来效应，

力求结合现状与发展的展望塑造一个本土风景与乡愁的

绿色载体。

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中，要以场地现有条件为

基础，在采取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挖掘，并赋予新的

构建方式，如利用新的建筑技术或建筑拆料，来体现本

地独特的居住生活方式，不能将原著居民一搬了之，要

让土著和新环境进行有机结合，强化塑造现代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在此基础上，用现代的视角和功能需求、科

学的态度和现象学来为已有的资源进行必要的强化和补

充，如适当增加精致的休闲娱乐场所、舒适的城镇式居

住生活条件、保护范围外便利的交通环境，只有进行空

间改善和场地优化，才能既保证历史的空间感又具有现

代意义的绿色空间[4]。

借景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1871-

1922）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美

有过这样一种评述：现实中的美往往令人失望，因

为最美的想象力只为不在场的事物存在。有时候，一个

场地最吸引人的特质不是场地中的实体，而是我们的回

忆和想象穿过时间和空间与之相联系的一切—— 这就

是“借景”。园林意境创作如同绘画，须意在笔先，先

构思出极好的腹稿，才能创作出极尽美景的园林空间。

借景，是园林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将观者的视野在

有限的空间内展开，融合自己的听、嗅、触觉，去尽情

享受大自然中耳目所及美的事物：虫鸣鸟语、草木花

香、湖光山色、绿野晴峰等。的确，不具有内在精神气

质的场所是不足以吸引人的。在中国古代往往借景以抒

情，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醉翁

亭记》中描述醉翁亭的秀丽环境和自然风光，勾勒出一

幅官民同乐的景象，寄托作者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

活的苦闷。王勃的《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借滕王阁所见之景色，由景及情，从

而感叹“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相同的一处景色，能

与观者内心发生共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不同观者由此而生的想象、感悟有所不同。园林场

所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功能的需求，也不是为

了迎合城市的风景与内心期许，它同样还代表着一种理

想，这里交织着人类与自然建立起来的微妙关系，同样

寄托了人的潜意识下对传统文化的情结——这是人类与

生俱来的“乡愁”，也是场所精神的魅力所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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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乡愁”作为思念故乡的意象元素，在展园景观设

计中不是简单地复制某一个景物，而是在充分理解“故

乡”的意象及其所代表的情感，在绿色发展、城乡共荣

的的设计理念下，遵循设计调研、主题提炼、布局规

划、景点再创造等一系列流程，采用提取、重构、叠

加、夸张、行为互动等手法来实现设计创新。展园展现

的往往是一种文化理念，具有传播的效应，需要避免无

意识情况下传播类似“大树进城”这样不良的环境建设

观，既要保护城乡的文化与生态，留住许多人心中的

“乡愁”，又要融本土文化于朴素的设计元素中，把城

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统一起来，实现城乡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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